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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建华    苏州，人杰地灵。
在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发展中，涌现出来的人才灿若繁星。
这些名人才士为苏州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建设文化苏州极其重要的组
成部分。
冯梦龙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市几位民间文艺家，多年来，潜心研究冯梦龙，深入民间搜集第一手资料，经过整理后，《冯梦龙
传说故事集》即将面世了，在这里我首先向他们致贺。
    关于冯梦龙的传说故事，各地流传很多。
而这本《冯梦龙传说故事集》收录的，都是发生在冯梦龙故里——相城区东桥镇新巷村冯埂上的民间
传说故事，这在冯梦龙的研究领域尚属首例，它对全面了解、深入研究冯梦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冯梦龙出身名门，自幼在家庭的督导下，接受着严格而系统的正统教育。
他饱读诗书、熟记经文、聪慧灵异、过目不忘，这在本书搜集的故事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通俗文学作为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品德、要求和希望的反映，对整
个文学事业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通俗文学的爱好者和积极宣传者冯梦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封建统治阶级，如同迫害劳动人民一样，迫害着通俗文学。
冯梦龙所编写、更定和刊布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数百年间一直遭到野蛮的禁止，有的竞被烧毁了。
冯梦龙本身则遭到种种卑劣的鄙视和攻击。
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冯氏的成就，未能受到人们的重视。
冯梦龙的可贵，在于他以最强烈的热情，酷爱着通俗文学。
他不以前程为怀，不以利禄为用，不以训谤为戒，不以攻讦为训，孜孜不倦地进行着通俗文学的搜集
、整理、研究和梓刊工作，对当时窳败的政治、浮华的文风非常不满。
不仅严肃地针对上述现象提出指责，同时也倡导改革。
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事业作出
了独异的贡献。
被后人称为杰出的俗文学泰斗、古代白话小说的先驱、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事业的第一功臣。
他所编辑的通俗小说《三言》，民歌《挂枝儿》、《山歌》，使宋元明数百年间百余篇短篇通俗小说
，明中叶以后八百余首民间歌曲，免于湮没，为它们开拓出更辽阔的活动的天地，发挥着它们战斗的
威力，破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统治。
在国际上也给祖国增添了不少绚丽的光辉。
    《冯梦龙传说故事集》的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客观而完整地了解冯梦龙的生平及贡献，拉近古代
文化名人与现代新苏州的距离，激发我们对乡土文化的自豪感，并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得到
借鉴和启示。
为进一步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产生一定的作用。
值得一读。
    （作者系苏州市文联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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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梦龙的文学的一生，可谓“才情跌宕，诗文丽藻”，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毕生从事民间文学的搜
集整理，以及戏曲和通俗文学的编写、刊行。
主要作品有：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时调集《挂枝儿
》、《山歌》和散曲集《太霞新奏》，小说《平妖传》和《新列国志》。
并修改汤显祖、李玉等人的传奇剧本多种，汇编为《墨憨斋定本传奇》；他自己创作的剧目有传奇《
双雄记》，通俗小品有《智囊》、《古今谭概》、《笑府》、《春秋衡库》，还撰有《甲申纪事》、
《中兴传略》等。
冯梦龙撰写的故事富有戏剧性与传奇性，深受群众喜爱，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
魁女》、《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等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冯梦龙传说故事集》，充溢、散发着芬芳的乡土气息，通俗而又高雅。
不仅在于挖掘到了蕴藏在冯梦龙故里的传说，而且可以引导读者全面、立体地了解当地深层次的文化
背景和内涵，引人入胜，供人学养，让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相互映辉，从而更好地激发人们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的热情，加快家乡建设步伐，使鱼米之乡锦上添花，更加美丽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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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楷炜，1948年生，苏州市相城区东桥镇人。
1967年于吴县中学高中毕业。
1968年插队务农。
1974年起，担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公社文化站站长。
1983年调乡政府工作，先后分管文教卫生、外向型经济和人大政协工作。
退休后从事地方志的编写。
现为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苏州市冯梦龙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相城区政协文史委特聘撰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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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马识途    冯梦龙自幼聪慧，又十分好学，十岁就通读四书五经、春秋战国、《三国演义》等书籍。
一天他在村东土地庙前对书朗读，越看越有味，忍不住摇头晃脑念了起来。
    “这牛是我的，你怎么不要脸皮，说是自己的？
”冯梦龙听到有人大声说话，抬头望去，只见两个中年男子，牵着头牛犊往冯埂上走来。
    这两个中年男人，一个叫石其，是邻村石桥头人，种田为生；一个叫钱昌，是邻村钱埂上人，、以
种麻为生。
两人均说牛犊是自己的，指斥对方是见“牛”眼开的贼胚。
    “苍天自有公道，我们请地保冯良为我们做主。
”石其说，“届时你不要后悔！
”    “你以为冯良是你表兄，麦面上撒葱沾点亲（青），我就怕你不成？
”钱昌也不示弱，气壮如牛，“就是告到天皇老子那里，我也会奉陪到底。
”    两人的吵闹声引来了看热闹的村民。
    地保冯良闻声赶了过来，看到石其、钱昌牵着头周岁左右的牛犊，都说是自己家母牛所生，遂问究
竟是怎么回事。
    石其脸红脖子粗，抢先道：“去年夏天，我家母牛生了头小牛。
添了头牲口，我心里甚是高兴，精心饲养一年，眼看这牛仔一天天长大，能为家里耕地干活了，心里
乐滋滋的。
今天我叫儿子把牛放到村口吃草，自己下田干活去了。
临近中午，儿子回家吃饭，耷拉着脑袋哭着对我说：因自己贪玩，小牛不见了。
于是我放下饭碗，与儿子一路往南寻找。
在村南，我与儿子见钱昌的女儿看着的那头小牛，正是自己的，正要牵走，钱昌女儿哭了。
正在这时，钱昌从屋里出来了，二话不说，从我手中夺走小牛。
”    钱昌见石其把话说完了，接着说：“去年我家的黄牛生了头牛犊，每天由小女牵出放养。
今天临近中午，我在家中烧火做饭，听见村口传来女儿哭声，于是赶了出去，却见石其父子两个要把
我家的牛犊牵走，我不由怒火直冒，从石其手中夺回牛犊，石其硬是不肯。
我与他争论半晌无果，所以前来冯埂上，请地保做主。
你总不会营私舞弊吧。
”    石其、钱昌各执一词，均说得有鼻子有眼，地保冯良一时难辨真假。
    冯梦龙在一旁听得分明，见冯良一时没有了主意，他收起书本，踏上前说道：‘‘人之初，性本善
。
须知童言无邪！
”    这句话提醒了冯良，当即叫人唤来石其的儿子和钱昌的女儿，请他俩当着众人的面，把家中的小
牛说上一遍。
    石其的儿子和钱昌的女儿，小小年纪，倒也伶牙俐齿，当着众人的面，并不怯场，所述都与刚才他
们父亲的话一般无二，更叫冯良难辨真伪。
他看到日已西落，只得吩咐人把这头小牛暂时牵到冯埂上村里，明日再断。
    冯良回到家中，蹙眉沉吟，想不出好办法。
晚饭后，冯梦龙想到了什么，到了堂叔冯良家，说：“叔，小侄讲个故事给你听，也许对你断牛有所
帮助。
”    冯良望着才满十岁的堂侄，笑道：“梦龙，你小孩子肚中有什么故事？
”冯梦龙笑了笑说：“是书上看过的。
”冯良不当回事，随口道：“不妨说来一听。
”    冯梦龙像背书一样，一口气说道：“齐桓公在援助燕国攻打孤竹国时，中了山贼的诱兵之计，齐
国军队误人了迷谷。
此时天色已晚，寒气逼人，齐国宰相管仲见山谷险恶，不可久留，便叫军士寻路出谷，怎奈东觅西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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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盘曲曲，全无出路。
齐桓公万分焦急，无计可施⋯⋯”    冯良听到这里，大手一挥，说：“梦龙，你这只故事对裁断牛犊
又有什么帮助呢？
别闹了，快回家睡觉吧。
”冯梦龙执意不走，说：“叔呀，小侄的故事还没讲完哩，你耐心听我往下说。
齐军危急之际，管仲想出了一条妙计，对齐桓公说：‘俗语说老马识途，臣以为，我们可以挑选几匹
老马，看它所走的方向，跟随它前往，或许能找到路。
一’    “路找到了没有？
”冯良听到这里，人了迷，急于知道结果。
    冯梦龙见堂叔对自己讲的故事开始欣赏了，兴冲冲接着说：“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计策，命令取老
马数匹，纵之先行，部队尾随其后，结果这些老马顺着弯弯曲曲的路向回走，真的走出了迷谷。
”    听完了冯梦龙的故事，冯良感到莫名其妙，叹了口气，说：“那对眼下这头牛犊是石其家的，还
是钱昌家的，又有什么帮助呢？
”    冯梦龙微笑着说出了个中的“奥妙”：“管仲根据老马识途的天性，让马带路，终于使齐国的军
队摆脱了困境，转危为安。
石桥头与钱埂上近二里路，且一村在北，一村在南，牛犊虽幼，但毕竟已经在自己的主人家生活了一
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如若我们效学⋯⋯”    冯良呵呵大笑，把冯梦龙抱了起来：“说得在理！
”言罢，放下冯梦龙，立即叫村民把关着的那头牛犊放了出来，众人尾随其后。
    牛犊放出后，瞪着牛眼，四下望了望，认准方向后，踏着月色，直往钱埂上走去。
进了钱埂村，牛犊在钱昌家门前哞哞直叫。
钱昌正在屋里生闷气，听见熟悉的牛叫声，赶了出来，一见牛犊，又惊又喜，遂把它牵向了牛棚。
牛棚里的母牛见牛犊回来了，喜不自禁，又舔又亲。
    再说石桥头的石其，第二天一早，来到了冯埂村。
一听说冯良在昨夜已将牛犊送去了钱昌家，怒火中烧，气冲冲说：“你这地保，说来我与你家还沾亲
带故，想不到你胳膊朝外弯。
你要不把牛犊判给我，我跟你没完。
”    冯良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地保，理应办事公正，至于这牛犊是否是你的，你肚皮里吞了萤火虫
——清二楚。
你如若执意糊涂下去，那我只有把它交付县衙公断了，届时你吃不了兜着走，悔之晚矣，莫怪我这个
表兄没有提醒过你。
”    石其顿时癞蛤蟆吞了绣花针——哑了口。
    原来，石家的母牛在去年确实生了一头小牛，昨天一早，他与儿子牵着去东桥集市上卖了。
返回路上，见钱埂上村边有一头与自家那小牛大小、模样差不多的牛犊，便起了贪念，将它牵回家中
，不想被一旁的钱昌小女看见。
小女孩哭声引来钱昌。
石其见事情败露，将错就错，与钱昌将牛犊牵到冯埂上，要地保为自己做主，于是引出本文开头的事
来。
    口述人：毛海荣    记录人：张瑞照    记录时间：2010年3月16日    记录地点：冯埂上    P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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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的家乡，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冯梦龙的传说故事，因为这里是冯梦龙的故里。
20世纪70年代末，我由中学教师调任公社文化站站长，其问曾接待过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路工、秘
书长陈钧等多位研究冯梦龙的专家、学者。
当年，我陪着他们走村串巷、上门采访。
受他们的影响，我开始对冯梦龙传说故事的搜集产生了兴趣，对冯梦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
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加深了了解。
到了80年代初，我由文化站调入政府工作，兴趣正浓的冯梦龙传说故事搜集工作，再也无暇顾及，心
中不无遗憾。
    1996年10月，著名学者、民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学部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荣誉主席贾芝老先生来苏参加《中国民间故事三套集成·江苏卷》审编期间，由
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冯梦龙研究专家马汉民老师等陪同，专程来
东桥镇冯埂上访问，我有幸作陪。
贾老对冯梦龙满怀敬意，如数家珍地叙述着冯梦龙对中国文学发展作出的极大贡献，并阐述了弘扬冯
梦龙创作精神的现实意义，使我对冯梦龙研究的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03年我着手编写《东桥镇志》，对冯梦龙的资料再次进行搜集。
    2008年退休以后，我全身心投入了冯梦龙的研究，其间我深深感受到了冯埂上村民对先辈冯梦龙的
缅怀之情。
时越数百年，涉及冯梦龙的传闻依然鲜活地留存在乡亲们的口头上，传播在东桥的大地上。
由此，我产生了整理、出版《冯梦龙传说故事集》的想法，得到了新巷村党总支和村委会领导的支持
，组成了编委会，并由我担任主编。
2009年11月，我与老同事张瑞照、顾建男以及我的学生顾彩珠在天平山相聚时谈及此事，得到了他们
的一致赞同。
此后，瑞照先生偕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卢群、诸家瑜、王水根等老师前来冯埂上采风，本书的出
版得到了他们的鼎力相助。
    相城区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曹后灵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亲自为本书题写书名，江苏省
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苏州市文联党组书记朱建华为本书写序，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还得到了马汉民、
沈炳泉、房余龙、陶金明等专家领导的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冯梦龙传说故事集》的出版，了却了我久驻胸中的夙愿，也圆了冯埂上父老乡亲们多年的梦，倍
感欣慰。
但初涉编书缺乏经验，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侯楷炜    2012年2月28日于苏州东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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